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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6月18日，上汽集团宣布，目前
上汽乘用车、上汽大众、上汽通用
三大在沪整车厂单日产量达到1.3
万辆，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
平。其中，上汽集团临港乘用车工
厂已正式启动双班制生产，基本全
面恢复到疫情前日常生产状态，每
天可以下线900多辆整车。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全
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截至目
前，上海本地的多数汽车和零部件企
业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同时，多项
利好政策聚焦汽车产业，也让新车市
场的关注度和消费热情升温。

受益于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汽协”）最新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我国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192.6万辆和186.2
万 辆 ，环 比 分 别 增 长 59.7% 和
57.6%。另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
联席会公布的月度产销数据显示，
5月份狭义乘用车生产167.1万辆，
同比增长6.5%，环比增长69.5%，产
业链保供措施成效明显。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
上海复工复产，结合国内对于物流
运输堵点的专项纾危解困措施，汽
车供给端的生产能力正得到充分
释放。从消费端来看，减免购置税
政策从6月1日开始实施，同时叠加
国家和各地促消费政策集中在6月
份开始发力，促消费政策启动期的
效果较强，有利于6月份提高汽车
零售数量。

重点车企启动双班制
汽车产销呈现恢复性增长

今年4月中旬，上海市经信委发
布《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指引(第一版)》，要求有序有效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上海汽
车产业复工复产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产业链、供应链趋于稳定。

截至6月18日，上汽乘用车、上
汽大众、上汽通用三大在沪整车厂
单日产量达到1.3万辆，基本恢复
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并直接带动
了产业链上下游1000多家零部件
配套企业恢复生产。同时，上海的
汽车出口同步恢复，5月份上汽乘
用车的新能源出口8212辆，特斯拉
中国出口22340辆。

据上汽集团临港乘用车工厂
总监陈培锋介绍，工厂从4月18日
率先开启复工复产压力测试，4月
19日迎来首辆整车下线，截至6月
17日，已有包括智己、飞凡、荣威、
MG名爵四个品牌在内的约1.7万
辆整车陆续下线，并于6月18日正
式启动双班制生产。

记者从上汽集团方面了解到，
随着长三角地区的汽车产业链供应
链逐步恢复，6月1日至18日，上汽集
团汽车产量已经超过20万辆，同比
增加30%左右。而作为新能源明星
车企，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也正采
用双班制进行封闭式生产，并在6月
上旬将产能利用率恢复至100%。

“在疫情的冲击下，重新连接
产业链是汽车产业最迫切的事
情。我们采用了主机厂率先复工
的方式，一级一级拉动供应商复
工，这样的‘链式复工’能快速找到
产业链的弱点并进行填补，对产业
链的修复速度更快、效果更好。”
陈培锋表示。

整车企业的复苏，也直接拉动
了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复苏进度。据
记者获悉，包括采埃孚、麦格纳和现
代摩比斯在内的9家零部件集团都
在加速推进复工复产。具体来看，
采埃孚集团在上海的11家工厂中，
大部分工厂复工复产率在75%以

上，有的已经达到百分之百。

供给改善带来市场火爆
新能源车销量呈W型走势

尽管面临着多重挑战，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依然保持了快速
增长势头。中汽协数据显示，5月
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6.6万辆和44.7万辆，同比均增长
约1.1倍；1月份至5月份，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7.1万辆和
200.3万辆，同比均增长1.1倍，形成

“W型”走势。对此，崔东树分析
称，新能源车市场的供给改善带来
市场火爆，目前多数新能源车企的
在手订单充裕。

具体到行业内车企，新能源汽

车市场“一超多强”格局显现。这其
中“一超”指的是比亚迪，“多强”指
的以广汽集团、奇瑞汽车、吉利汽
车、长城汽车为代表的传统车企和
以“蔚小理”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

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比亚迪
拿下了5月份新能源厂商销量排行
榜“冠军”宝座。5月份，比亚迪销
售新能源汽车11.38万辆，同比增
长256.6%，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增
至31.6%。销量强势增长也推动了
其股价连续走高。6月10日，比亚
迪总市值首次突破万亿元。

凭借宏光MINI热销，上汽通用
五菱以3.19万辆的成绩拿下了5月
销量亚军。广汽埃安以2.11万辆，
102.6%的增长位居第三。此外，从

“造车新势力”5月份交付量排名来

看，理想汽车、哪吒汽车、小鹏汽
车、零跑汽车和蔚来汽车分别位列
前五位，排名前四位的车企单月交
付量均达到万辆以上。

同时，随着多地购车补贴政策
出炉以及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
活动开启，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或将
进一步提升，加速市场复苏步伐。
对此，中汽协预测，按照月度变动
规律，对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超过
500万辆充满信心。

“行业内企业正在全力抢抓二
季度最后一个月重要窗口期，在稳
定二季度产销形势的同时，力保全
年预期。尤其是进入到6月份后，购
置税减半等政策开始发力，预计6月
份产销形势将会继续好转。”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

上海复工复产车企产能显著回升
业内预计新能源车全年销量超500万辆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王镜茹

光伏产业已经成为新能源领域的大热门之
一，多家上市公司瞄准该领域并上演“跨界”投
资。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初至
今已有不少于 20家公司宣布进军光伏产业，行业
涵盖家电、汽车、快递、玩具等，跨界投资额动辄上
百亿元。

然而，就在不少上市公司入局光伏的第一时
间，往往也迎来了监管的火速关注或问询。记者注
意到，监管关注的问题重点指向上市公司是否具有
资金支撑、投资后是否具有还款付息能力，甚至有
上市公司被监管直指“账上资金远低于投资额，跨
界光伏为哪般”？

“公司账上资金少却能做大笔投资，这样的
投资事项可能存在较大概率的不确定性，往往具
有虚构的成分。”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需要公司在信息披露
的时候拿出真凭实据对监管部门和投资者进行
说明。”

光伏产业曾在 2008 年前后经历过一段高峰
期，但好景不长，资本大量涌入后随之而来的是产
能过剩，导致大多数企业停工停产甚至倒闭。不少
业内人士呼吁，此轮光伏高景气度下，上市公司跨
界要“摘桃子”，更要“种好树”。

多家公司跨界光伏收关注函

6月 20日，有 2家上市公司因大手笔投资光伏
产业而引来深交所重视并下发关注函，在2份关注
函中，深交所分别对公司是否存在资金状况等条件
不足以支持相关项目开发、投资后是否具备还款付
息能力等问题要求补充披露。

据了解，上述 2家上市公司一家主营养殖业，
拟投资 400亿元布局光伏、风电、综合智慧能源等
产业，另一家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特种玻璃产业研
发、生产、销售等，此次拟投资 41.91亿元投建光伏
项目。

跨界投资光伏产业在近两年并不罕见，但值得
关注的是，有的上市公司本身资金紧张或已经陷入
亏损，却出手阔绰投资光伏产业，其投资背后的资
金来源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

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中来股份、聆达股份以及
上文提到的 2家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名“跨界者”收
到监管函。以中来股份为例，今年 3月份，公司发
布公告称拟以140亿元首次进入硅料环节，引发深
交所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进行大额投资的合
理性，并充分提示资金筹措不及预期等风险。

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中来股份账
面货币资金为 26.18亿元，实际可支配货币资金为
4.1亿元，投资额远高于目前公司账面资金和资产
规模。也有上市公司在净利润陷入亏损的情况下，
高溢价收购光伏标的，甚至做出不低的业绩承诺，
高调抢入光伏赛道。

易观分析高级分析师江山美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长期来看光伏产业前景广阔，但短期和中期
来看，可能会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受到一定影响。
这就要求上市公司用于投资光伏产业的资金是长
线资金，并且该项资金不会影响公司自身的经营生
产。”

“光伏是受政策驱动的产业，在双碳背景下，行
业景气日益走高，我国光伏产业发达，国际需求较
大，上市公司跨界光伏业务，有助于提升自身业
绩。”张孝荣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但光伏产业的
发展依然受到技术创新和应用成本的双重制约。

“企业跨界若没有强大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开拓能
力，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不一定会达到预期的战
略目标。”

光伏产业面临下一轮洗牌？

目前光伏行业高速发展。中信证券研报显示，
预计今年第三季度硅片新势力扩产超预期，产能爬
坡速度较快，同时相关企业也在酝酿新一轮扩产计
划，硅料实际需求将被放大。在“双碳”目标的加持
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预测，2025年全球光伏新增
装机将达330GW，中国将占三分之一。

然而，按照目前的产能规划及趋势发展，供大
于求仍是新老玩家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据研究机构 Exawatt 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1年，硅料产能需求比大约为 1.333；而 2022年，
全球多晶硅产能预计将达到105万吨，需求将达到
65万吨，硅料产能需求比为1.615，供过于求。

张孝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政策强力
驱动下，我国光伏产业10多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
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和产业配套体系方面位居全球
前列，光伏领域前景光明，已经摆脱了历史上产业
出清的阴霾。”

“经过上一轮大规模的洗牌，光伏产业有了一
定的行业经验积累，短期而言，光伏行业暂无重大
利空。”隆众资讯光伏行业分析师韩珊珊告诉记者。

江山美认为，经济、金融波动、周期轮动实际上
起到了大浪淘沙的作用，能够去伪存真。自身实力
过硬、有强大竞争力和技术壁垒的光伏企业必然在
波动中证明自身的价值。上市公司入局光伏产业，
要“摘桃子”，更要“种好树”。

上市公司跨界光伏产业
出手阔绰动辄上百亿元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李如是

自6月16日锡业股份启动锡冶
炼设备停产检修以来，公司受到投
资者的密切关注和机构集中调
研。据国际锡协（ITA）消息，面对
锡价格的巨幅波动，多家冶炼厂不
得不采取减停产的措施来化解经
营风险。

6月19日，锡业股份发布调研记
录并表示，“得益于国内疫情管控政
策的有效实施，随着疫情影响逐步
消退，在国内各项经济刺激政策的
推动下，下半年国内精锡需求有望
逐步恢复。”

9家主要锡冶炼厂
宣布停产检修

调研记录显示，锡业股份下属

锡业分公司于6月16日停产，预计本
次停产检修时间为45-50天。同时，
国际锡协也关注到其他冶炼厂也实
施了开展例行停产检修或是产量减
半停产等措施，来化解经营风险。

上海钢联稀贵金属事业部锡分
析师丁文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步入5月份以来，锡价破位下
行，从5月初34万元/吨的高位水平
快速下跌至24万元/吨，跌幅高达
21%，回吐年后以来所有涨幅。”

据锡业股份董事、副总经理吴建
勋分析：“1-5月份国内锡矿供应阶段
性宽松以及国内外价差导致4-5月份
进口锡锭超预期，冲击了国内锡现货
市场，加之国内疫情反复对整体锡需
求造成了一定影响，主要经济体货币
政策收紧也加剧了锡市场情绪，对近
期锡价造成了比较强烈的冲击。”

据丁文强分析，截至6月15日，国
内已经有9家主要锡冶炼厂宣布停产

检修，停产时间为30天至50天不等。
中国有色集团旗下赤峰大井子锡业
有限公司在宣布停产时也表示“为下
半年保持平稳运行做好充分准备”。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2021
年锡业股份锡产品的销量占国内市
场一半，占国际市场的四分之一。
对于此次锡业分公司停产检修对公
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在与投资
者交流时表示，“鉴于本次停产为对
锡冶炼设备进行例行停产检修，公
司年初预算及生产计划已考虑本次
停产检修事宜”。据公司2021年报
显示，锡业股份2022年锡产品的生
产计划为：商品锡锭4.5万吨，锡材
产品2.88万吨，锡化工产品2.1万吨。

恢复锡消费
是提振市场关键

通过产能调节基本实现供需平

衡之后，锡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
于抓住锡的新增需求方向。锡业股
份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碳中
和目标下，锡的新增需求主要来自
能源转型和下游的电气化。近年来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光伏产业快速发
展，光伏组件生产中光伏焊带的用
锡需求将打开锡需求的新增长空
间。同时，未来万物互联、数字经
济、元宇宙等应用场景也将推动下
游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
受益于上述行业发展，锡作为不可
或缺和难以替代的电子产品连接

‘胶水’，需求也将不断提振。”
据方正中期期货有色贵金属组

分析师田欣浣和史家亮分析，目前，
企业复工复产加快，锡价回落，锡需
求仍然偏弱但边际改善。不同行业
锡需求表现差异较大，看好保持高
增速的光伏行业对锡消费的带动作
用。

不仅光伏行业，5月末工信部等
四部门部署开展2022年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减
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等政策出
台，有望成为带动锡消费的动力因素
之一。

吴建勋也表示：“从精锡需求端
来看，锡化工消费略有增长，马口铁
消费维持稳定，也同样在助力锡消费
的修复。”其中，马口铁就是镀锡板的
别名，是重要的精锡消费产品。塔塔
钢铁公司子公司（TCIL）计划在2025
年将其马口铁生产线的产能翻倍，今
年印度马口铁公司将启动为期三年
的产能扩建项目，预计能为国内精锡
产能创造更多出口机会。

另一方面，锡化工的高端应用
领域是锡业股份近年来产业链延伸
的重点，其需求前景被公司看好。
例如，PVC热稳定剂无毒化趋势将
促进锡化工耗锡量稳定增长。

多家冶炼厂减停产应对锡价波动
锡业股份判断下半年国内精锡需求有望恢复

本报记者 施 露 郑馨悦

6月19日下午，上海石化发布公
告称，6月18日4时左右，公司化工部
1号乙二醇装置区域发生火灾，引起
周边个别管线发生火情。

此次事故发生后，市场担忧可能
引发乙二醇价格波动。一位期货行
业分析师就此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乙二醇现货价格很难因为一家
公司发生事故，就出现很大波动。”

6月20日开盘，受周末火灾事件
影响，上海石化开盘跌5.9%，此后盘
中跌幅有所收窄。6月21日，上海石
化股价跌2.39%，收报3.27元/股。

乙二醇装置区域发生火灾

据悉，此次发生火灾的上海石

化化工部1号乙二醇装置年产能为
25.5万吨，装置可根据市场情况进
行乙二醇和环氧乙烷产品的切换生
产。2021年，装置产品销售收入占
上海石化营业收入的1.16%。

乙二醇是上海石化主要产品之
一，上海石化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
设计产能52.5万吨，2021年乙二醇
产量15.07万吨，较2020年23.67万吨
同比减少36.33%，销量则为4.14万
吨 ，较 2020 年 的 12.73 万 吨 下 降
67.48%。2022年，上海石化计划生
产乙二醇10.3万吨。

受到国内供应减少预期影响和
原油价格震荡影响，乙二醇价格目
前已经上涨至5000元/吨以上，但港
口库存持续高位，且下游需求尚未
好转。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

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希望上
海石化此次事故能起到警示作用。
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底线，更多的企
业必须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

上海石化2021年年报显示，公
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892.8亿元，同
比增长19.51%；实现净利润20.01亿
元，同比增长218.5%。上海石化分
析称，2021年公司营业利润大幅上
涨，主要受到了原油价格上涨及国
内经济从新冠疫情影响中复苏、下
游需求扩张等影响。

不过，记者查阅上海石化有关
社会责任报告注意到，在公司营
业利润持续增长的同时，安全生
产投入却出现同比下调。数据显
示，2019年至2021年，公司安全生
产投入分别为23478万元、28472万
元和11237万元，其中2021年同比

下降60%。
而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调

查报告显示，在此之前的2021年5月
29日，上海石化烯烃部2号乙烯老区
裂解炉区域管线曾发生爆燃事故。

乙二醇价格预计短期波动

大宗商品资讯机构金联创评
价此次事件称，就5月份来看，上海
石化月产量在1.2万吨，本次事故将
导致6月份产量减少，但目前尚处
于月中，预计对本月产量影响不
大。

“综合来看，预计整个6月份国
内乙二醇产量减少在9万吨至10万
吨左右，市场有望去库存，对乙二醇
短期价格构成支撑；且下游聚酯的
金九银十旺季即将到来，将提前备

货，需求面有望小幅回暖。”金联创
方面表示。

国投安信期货在研报中称，上
海石化本次事故涉及乙烯装置产能
30万吨/年，裂解C5产能3.9万吨/年，
裂解C5月度产量在3000吨左右，复
工时间未定。目前我国聚乙烯一年
产能在2400万吨以上，单套装置对
于市场影响非常有限。

“上海石化乙二醇装置爆炸事
故，对乙二醇产能影响虽然不大，但
正值2022年的安全生产月，乙二醇
全行业或将面临较为严格的自查整
改和停产整顿，而新增环氧乙烷和
乙二醇的项目审批也或有减速，同
时伴随聚酯行业的逐渐走强，不排
除乙二醇价格短期上涨的可能，但
长期影响是有限的。”上述期货业分
析师对记者表示。

上海石化火灾对市场影响有限

乙二醇价格短期或上涨 需求有望小幅回暖

光伏产业曾在 2008 年前后经历过
一段高峰期，但好景不长，资本大量涌
入后随之而来的是产能过剩，导致大多
数企业停工停产甚至倒闭。业内人士
呼吁，此轮光伏产业高景气度下，上市
公司跨界要“摘桃子”，更要“种好树”。


